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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社会

■记者 窦雨琪

本报讯 在抗击疫情的背后，有白
衣天使的守护，也有后方维保力量的
支持。5 月初，在接到区委组织部支
援杨浦某隔离点的“集结号”后，卫百
辛集团党委积极响应，迅速组建了一
支10人志愿服务队出发应援。

信息组迅速组建 满足
日常需求

在隔离点，卫百辛集团的应急保
障队主要负责点位可接待房间数、床
位数等数据信息统计，接听居民热线，
处理紧急维修、满足被隔离人员的基
本生活需求等。

从集合到现在，队员们吃住都在
隔离点。进出仓人员信息核实确认的
及时准确，对接消杀、安保、运维、后勤
等各环节的调度协同容不得半点疏
忽，为确保零失误，队员们常常凌晨三
四点才能休息。

卫百辛集团志愿服务队信息组组
长邱鸿飞告诉记者，“信息组要协调医
疗、保障、应急维修、安保和消杀等各

个部门，我们起到了中间桥梁的作
用。同时我们要对每个入住人员，细
致排摸，高龄的、低龄的、有基础病的，
如果有糖尿病药品需要冷藏的，我们
都会提供特殊的服务。”

应急维修24小时不停
歇保障点位安全

除信息组的日夜坚守外，为应对
舱内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卫百辛集
团还组建了一支 8 人的应急维修专
班，主要由强电、弱电、管道等工种组
成，24 小时待命，保障隔离点水电设
施的安全。

5 月 12 日，隔离点的墙面和地面
发现了少量渗水现象，维修专班的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进行修缮，
分析渗水来源，连夜解决问题，消除
安全隐患。应急维修组组长蒋仲琪
表示，“应急保障主要保证的是舱内
人员和公共设施、公共区域这一部分
的整体运营，舱内突发断电、断水，或
者隔离间里面漏水的情况，我们要第
一时间进行维修。”（图片由相关单位
提供）

■记者 成佳佳

本报讯 从丰富未成年人居家生
活、开展防疫教育，到为他们提供物
资采购协助、联系社区对接资源……
疫情发生后，上海延泽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始终在线提供服务，陪伴于未成
年人身边。

截至4月底，中心已与34个未成
年人困难家庭开展个案管理服务138
次，与儿童家庭共同面对困难、寻找解
决问题路径，为他们提供社会支持。

虽不相见服务在线
受疫情影响，上海延泽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的线下服务陆续按下了暂
停键。延泽社工通过电话沟通、网络
视频、线上活动等方式，继续为儿童
家庭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

通过整合资源，延泽组建了一支
由31名大学生和高中生组成的志愿
者队伍，经过培训后与 11 名儿童组
成线上服务群，为小朋友们开展每周
一小时的线上辅导与陪伴活动，通过
大哥哥大姐姐的分享与陪伴，有效缓
解学龄儿童家庭的教育压力。

整天对着电脑屏幕上网课，窗外
的春天就要错过了。延泽还特地为
小朋友们推出了“芽苗成长记”活动，
参与活动的儿童每人获得一份适时
易种植的绿植盲盒，根据项目组每周
在公众号上发布的绿植养护小技巧，
播种耕耘，记录种子成长过程，在群
里分享收获喜悦，同时亲子齐参与，
缓解家长被网课“支配”的焦虑。

每周五的数独挑战赛，也吸引着
很多亲子家庭参加，很多小伙伴准时

“蹲点”，只为第一时间获得当天赛
题。数独挑战赛采用积分制，根据答
题时间、完成赛题的难度可获得相应
积分，但很多小伙伴参加数独赛不仅
仅是为了获得积分，即便在已经有人
提交答案的情况下，仍各自完成，有的
甚至记录了自己的完成时间。让这一
场头脑风暴，成为对自我的一种挑战。

紧急介入物资援助
在保持线上联系的过程中，延泽

社工们关注到部分困难家庭出现物资
紧缺的问题。还有两户家庭，因处于
封控及方舱隔离状态中，情绪很焦虑。

社工们立即行动起来，一方面开
展防疫教育，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在
社区求助资源，提升自救能力，同时，
积极联系社会资源，为困难家庭及时
送上基本生活保障。

小溪与外公外婆同住，老人对团
购、网购等不熟悉，买菜成了家里的
大问题。4月初，社工得知小溪同学
家中食物储备已经不足，便通过机构
团队收集整理的信息资源库，帮助其

找到所在社区的团购群，在线指导其
加入并进行团购。同时，社工为其填
写求助表单，申请救助物资。很快，
团购到的第一批物资和救助物资及
时送到。

小军所在楼栋为阳楼，社工为他
们发送“阳楼阻断手册”、居家防护消
毒等相关信息，同时，关注儿童家长
分别对线下状态的认知和心理状态，
做好基本的心理安抚和认知调整。

小敏和妈妈双双转运至方舱，社
工主动关心双方的心理状态和基本
情况，同时与街道、社区取得联系、共
同配合，出舱后分别为其家庭提供了
生活物资保障。

疫情之下，延泽社工及时调整工
作重点和工作方式，关注儿童的居家
基本生活和心理状态，组建儿童家庭
疫情危机干预小组，形成社工评估、
危机发现与介入、危机上报、社会资
源链接等工作流程。知识传递、心理
支持、资源协调……与服务对象共同
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春天。（图片由
相关单位提供）

隔离点这支志愿服务队24小时在线

上海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陪伴34个未成年人困难家庭

线上，也不错过窗外的春天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5月14日晚9点半，五角
场派出所民警夜巡至政修路国年路
路口时，发现一名疑似流浪人员，正
在一小区门口垃圾桶里翻找东西。

据了解，流浪人员姓李，海南人，
之前因为找不到工作，一直在上海流
浪，平时在桥洞或凉亭过夜。

据李某某介绍，疫情防控期间，

他白天就在临时住处睡觉或者休息，
到了晚上再偷偷出来找吃的。民警
给他做了抗原，结果为阴性，根据疫
情防控相关规定，对居无定所的流浪
人员，民警将其送往临时安置点。

由于发现李某某的地点，离五角
场街道临时安置点——四平科技公
园不远，民警就一路护送他到安置
点。经过消毒和登记，李某某正式入
住五角场街道临时安置点。

流浪人员可至临时安置点

（上接第 1 版）为此，救助所工作
人员辗转了多家医院，最终确定新华
医院仍开放门诊配药。排队办理补
卡、挂号、开单、取药，历经 4 个多小
时，药拿到了。“没耽误他的病情，一切
辛苦都值得了。”韩闻悦表示。

据了解，目前，杨浦区各街道均通
过居委会、志愿者小分队落实代配药
功能，并调拨专车做好外出配药工
作。同时，依托上海就医保药应急平
台、电商平台、产品供货商等渠道，居
民“在线问诊+医保支付+药品配送”
的全流程已基本打通，以全力满足“足

不出户”情况下的求医、问
诊、配药需求。而针对一些

特殊群体遇到的个别复杂、特殊情况，
则由区、街道、居委会加强三级联动，

“一事一议”专项解决。
三级联动：更快解决“疑难杂症”

疫情下，杨浦各居委会与居民距
离最近，承担着大量日常关爱工作。

由居委干部（块长）、楼组长、志愿
者等人成立的一支支特殊人群关爱小
分队，让队员们与特殊人群一一结对，
包干到户，定期对老人嘘寒问暖。原
有的“老伙伴”计划志愿者、社区关爱
员、助残员、社区养老顾问、儿童福利
社工等资源也得到充分调动，以充实

小区志愿者队伍的力量。
据悉，当前全区“老伙伴计划”有

2481位老伙伴志愿者和12011位高龄
老人保持电话问候和微信联系。

同时，居委会若在与特殊群体的
接触中，遇到任何“疑难杂症”，可以向
街道、区级层层反映，由上级负责组织
协调。

4月7日，杨浦已制定并向各街道
发送了《杨浦区阶梯式管控期间特殊
人群基本生活保供保障的工作方案》，
要求形成区—街道—居委会三级联动
的阶梯式特殊群体关爱保障机制，三
级网络上下保持畅通联络。

杨浦区未保办工作人员李晓萍的

电话这两天就没停过。从 14 岁少年
闹矛盾要离家出走，到 5 岁儿童就医
无家属陪同，不少居委会和街道反映
上来的问题和需求等着解决。

5 月 8 日，她收到江浦路街道联
络员反馈，说有一位老人突然来电，
情绪激动，想紧急搬到定海路街道的
家中去住。一问才知，原来对方有两
个小孙子在定海路街道的家里，孩子
父亲突患脑梗住院了，母亲需陪同进
院照料，家中没有大人照管，便托孩
子外婆去看孩子。但外婆年岁大，照
看没多久身体便吃不消，急需外公前
去“支援”。

“这是一个跨街道案例，因此第

一时间上报区级层面，帮忙协调配
合。”李晓萍马上与定海路街道、江浦
路街道双边沟通。很快，事情顺利解
决，定海路街道为孩子外公开具了居
住证明，让他得以成功进入小区，照
顾孩子们。

“最近我们还处理了一个案例，有
个孩子要去医院做插管治疗，但监护
人确诊了阳性，无法陪同，便求助于区
级层面调派人手，陪孩子一道去。”李
晓萍表示，“特殊群体中，很多人的家
庭背景本来就复杂，如今遇上不少小
区封控，就容易产生一系列连锁反
应。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做好
托底保障。”

（上接第1版）在医院挂水治疗期间，
得知前线人员紧缺的消息，放心不下
的她3天后又重新回到了队伍里。

不惧风雨，志愿者的她和他们
“我们小区占地面积大，物资、

快递等运输发放都是难题，很多志
愿者都来帮忙，有像我一样开电瓶
车的，专门负责小件物品，还有开来
自家小面包车的，专门负责大件物
品。大家齐心协力，为我们自己的
邻居们服务，也给居委会的工作搭
把手。”王颖说。

一个傍晚，刚刚结束核酸采样工
作的志愿者团队，接到了小区物资搬
运的任务。

不巧的是，天空下起了雨。为
避免物资受损，大家顾不得休息，赶
紧“转战”到运输车辆旁，开始了货
物接递工作。夜色渐深，雨势也变
大了，等大家在瓢泼大雨中结束了
所有的物资运输发放任务后，已是
晚上9点多。

大雨中，志愿者王颖身着“大
白”，搬着厚重的大箱子一路“飞
奔”。有居民用相机拍下这一幕，并

发到小区群里，“一开始大家都
以为这是一位男性志愿者，没

想到是一位女士。”
“妈妈去上班啦。”每天早晨七

点，王颖出门前都会与刚上初中的儿
子“打招呼”。3 月下旬小区封控以
来，从事国际物流工作的她，报名成
为了一名志愿者，每天准时到居委会
报到，开着自己的小“电驴”，在小区
里坚守物流运输的岗位。

“疫情发生以前，我就在附近的
睦邻中心帮忙，做志愿者工作已经
四五年了，我的家人和孩子都非常
理解和支持我的选择。”前段时间，
王颖所在的楼栋因出现阳性病例而
被封控，“闲不住”的她又干起了新
的工作。“我们党总支书记为了保障
民生成立了8个人的团购小组，现在
我就是其中一员，帮大家寻找物资渠
道，采买菜、蛋、肉、奶、调味品等生活
必要物资。”

疫情期间，小区里像王颖这样主
动报名成为志愿者的大约有 100
人。他们帮忙维持核酸采样秩序、登
记居民扫码信息、分发收集抗原试剂
盒、装卸运输小区物资等……齐心协
力为小区的有序运行贡献力量。

他们并肩携手，守护这一方家园

疫情之下，守好特殊群体“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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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画家创作组画赠援沪“大白”
铭记八方支援、并肩战“疫”的暖心之举

据文汇报 上海此轮疫情发生以
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医务工作
者奔“沪”而来，与全市人民一道同心
守“沪”，颇为令人动容。

近日，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
事、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汪家芳，创作
了一组6幅国画《感恩有你》，铭记援
沪医务工作者与上海这座城市并肩
战“疫”、风雨同舟的暖心举动。日
前，这六幅原作全部赠送给支援闵行
区抗疫的六家外地医疗队伍，根据原
画制版以及附有艺术家亲笔签名、加
盖印章的 600 幅印刷版画则赠送给
援沪医务工作者。汪家芳坦言：“太
多上海市民想要对援沪‘大白’们说
声谢谢。这组作品仅仅是我代表上
海艺术家与文艺工作者的一番心意，
也希望能让他们感受到上海这座城
市的温度。”

《感恩有你》以意象化的蒙太奇
手法展开构图，将来沪医务工作者
支援闵行抗疫的标志性场景融汇于
六幅画面，也成为全国各地暖心援
沪的缩影。整队集结、核酸检测、倾
听问询、合力救治、信息录入……战

“疫”期间，这一幕幕场景真实上演
于全市各大医院，援沪医务工作者
们紧张忙碌、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在
病床前兢兢业业、争分夺秒地抢救
病人，践行着生命至上的崇高医
德。这组画将这些感人场景交相辉
映，场景背后“闵行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上海览海康复医院”等标牌点
出援沪医务工作者的奋战地，东方
明珠、上海中心、外白渡桥等上海的
标志性景观则不时串场。艺术家还
特别以题记的形式将山西援沪医疗
第十一队、贵州省援沪医疗六队、内
蒙古鄂尔多斯医疗分队、内蒙古医
疗队乌兰察布分队、内蒙古医疗队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分队、内蒙古医
疗队包头分队等支援闵行区抗疫的
各地医疗单位的可歌事迹书于画幅
上。这组作品尺幅不大，画面却颇

为丰富精彩，书画结合，时空交错，
既运用了块面切割，也有彩墨晕染，
共同记录这段心手相应、守望相助、
共克时艰、协力战“疫”的日子。

“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是能感动
人，鼓舞人的。希望这组作品能够传
递上海人民由衷的谢意。我们不会
忘记援沪医务工作者们的无私奉献、
忘我付出。”汪家芳说。

连日来，汪家芳为身边涌现并汇
聚起来的强大战“疫”合力所深深感
动，情不自禁拿起手中的画笔，总共
创作了30多幅战“疫”绘画作品。其
中相当一部分是真实记录医院与社
区所见所闻的战“疫”速写，聚焦众多
战“疫”一线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快

递小哥等。《感恩有你》组画之所以蕴
含着丰沛的感情，画中形象真实可
信，其实正得益于此前一系列战“疫”
速写的积累。

事实上，近十年来，汪家芳都在
尝试开拓中国传统绘画的题材研
究，以上海的都市景观为视点，创作
出《上海》《浦东》《初心》《潮涌东方》
等一幅幅大画，持续探索用国画展
示时代容颜与时代精神。汪家芳告
诉记者，作为画家，作为文艺工作
者，不仅需要学习传统，更需要关注
当下，关注身边的一切，用自己的方
式加以记录。“用画笔记录这些天身
边可贵而又难忘的战‘疫’镜头，是
我们的责任。” ■范昕

《感恩有你》组画之一。

据新华社 从舞剧《永不消逝的
电波》里英俊潇洒、沉稳勇毅的地下
党员“李侠”，到上海长宁仙霞新村街
道一名忙碌不停的“大白”，舞者王佳
俊在上海遭遇严峻疫情的特殊时期
完成了短暂的“角色转变”。

“其实我经常在外地巡演，一个
星期难得回一趟家，回小区就是睡个
觉。”王佳俊说，3月31日晚上，居委
会的一名工作人员私信问他“愿不愿
意来做志愿者”。

并未多想，王佳俊一口答应。当
天晚上，他在没有电梯的老式住宅里
一次次攀爬楼梯，直到半夜才完成工
作。随后的几十天里，帮独居老人配
药、为居民运送分发物资、辅助核酸
检测等……他品尝了种种甜酸苦辣，
收获过社区居民的由衷谢意，也遭遇
过不太友善的猜疑嫌弃。

王佳俊所在的小区有1800多户人
家，其中独居老人就有数十户。敲开一
扇扇门，王佳俊看到了如同舞台一般充

满剧情的日常生活场景。
“作为舞者，我们平时在舞台穿

的衣服再怎么紧身，都不会束缚身
体，妨碍动作，而防护服完全不同，它
特别闷特别窒息，穿上以后就像被关
在一个狭小空间里，特别不适应。”

不过，当一位来自浙江的援沪医
务人员提出希望王佳俊为大家即兴表
演一段舞蹈时，他还是愉快地答应了，

“闷在防护服里，我都不知道自己笨拙
地跳了些什么……没有舞台、没有音
乐伴奏，只有对援沪白衣天使们满满
的感恩，还有对上海必将迎来解封的
期待和信念……这也许是生命中最特
别的一次舞蹈经历吧！”王佳俊说。

目前，王佳俊所在的小区从封控
区变成防范区，已建立了高效严密的
志愿者团队，医疗组、物资组、机动组
配合得极为默契。

王佳俊期待早日回归舞台，迫
不及待渴望重新拥抱“李侠”这个
角色。 ■孙丽萍

据文汇报“夏天的名字/在“冰
山”月季的花朵间/立了起来/白色
的 一朵朵/像一簇簇名叫“大白”的
年轻人……我 也是其中一员/在小
区花园的一隅”——立夏那天，上海
作协创联室副主任、诗人杨绣丽在朋
友圈写下这首诗，在小区做党员志愿
者一个多月，忙碌间隙她发现自己种
的月季开了！正值花期的月季抗逆、
耐阴，盛开时宛如白雪一片……“花
儿强劲的生命力仿佛也在鼓劲：要和
身边居民一起抗病抗逆，不辜负这个
初夏！”

自浦西封控以来，杨绣丽配合
居委工作，担任她所在小区 C 片区
第 2 组抗疫楼组长，发放抗原试剂、
带领督促居民做核酸、协助发菜配
药……每天战斗在社区抗疫第一
线，白天当志愿者，晚上还要打理

“上海诗人”等公众号，一天下来没
得闲，“白+黑”的坚守见证了她的韧
性与柔情。

汗水滴进眼角辣辣的，
递来的纸巾让人感动

疫情发生后，杨绣丽第一时间通
过“先锋上海”平台到社区报到，成为
党员志愿者。刚接触这项工作，她坦
言“千头万绪”，经过一段时间的摸
索，她和其他党员志愿者一起，督促
制定管理规则和团购等一系列规章，
对小区几十名志愿者的岗位和时间
段进行细分和编排，不同区域志愿者
尽量减少接触。

4 月一个午后，杨绣丽和物业
师傅一起给居民分发抗原试剂，捂
在厚实防护服、防护面罩下，爬上
爬下，汗水顺着额头、袖口、裤腿不
停地流，眼镜片也变模糊，汗水滴
在眼睛里。“有个姑娘从楼道里走
出来，递来一块纸巾，让我擦眼睛，
当时很感动。”

志愿者来自不同单位，难免需
磨合沟通，“发现漏洞了就第一时间
商量完善，有意见分歧了我们冷静讨
论，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全心全意
守护小区居民的安全。”有段时间，由
于保安也隔离了，于是杨绣丽和志愿
者在门卫处轮流执勤，负责运送快
递、做好消杀等。她有感而发：每个
看似普通的岗位都发挥着不平凡的
作用。

群策群力“阻击”病毒，
办法总比困难多

巩固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需要
方方面面夯实责任，织密防控网，“如
此艰巨挑战是头一遭，只能迎难而
上，直面困难。办法总比困难多。”她
坦言，这一个多月过得比较辛苦，但
经常会被大家感动。

比如，志愿者服务队每周一次
配药，尽量做到“少接触”——需要
配药的业主先网上填表格，然后在
医院公众号挂号，再由志愿者上门
收病历卡，派指定的志愿者去医院
配药再分发。

小区团购管理也是防疫关键。

杨绣丽和其他志愿者群策群力，摸索
出一套“无接触式团购”方案——让
居民开车到小区大门口领货，居民不
下车，打开后备厢，由志愿者帮忙将
货物搬到车上。“就连开车路线也经
过规划，不走回头路，避免了不必要
接触。事实证明，这套方案很有效，
团购基本上没出纰漏。”

诗歌的“无用”与“有用”
作为上海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

副主任、《上海诗人》副主编，杨绣丽
组织上海诗人进行抗疫诗歌创作。
截至 5 月初，《上海诗人》“艺起前
行”抗疫专辑推出 33 个专辑，发布
160 多首原创现代诗歌。身为上海
诗词学会副会长，她还督促学会推
送抗疫旧体诗词 5 个专辑，近 200 首
诗词，不少作品被网络平台转发。

“平时我们总说作家要扎根生活、深
入基层。其实，我们都在亲历源源
不断的‘活水’，这些现实不能闷在
家里光靠想象，生活促使我更深入
理解思考，这样流淌出来的文字才
能引发情感共鸣。”

出生于崇明岛的杨绣丽把诗歌
看作连接岛屿与城市的桥梁，更是连
接人心的桥梁，“有声音泼冷水，说现
在写诗读诗有什么用？也许诗歌不
像疫苗药物那么立竿见影，但文学的
慰藉与鼓舞是不容忽视的。有的诗
句掷地有声，有的如涓涓细流，语言
的激励能为生活注入向上向善的精
气神。”她说。 ■许旸

这个春天，网购的新书都在路上，
索性把书架上的旧书重新归类，按作
者进行系统阅读。

舒国治的书，从来不必正襟危坐
地读，随手翻开一本，看到哪里算哪
里似乎与他随性的调子更相符。“理
想的下午，宜于泛看泛听，浅浅而尝，
漫漫而走。不断地更换场景，不断地
移动……”泛泛、浅浅、漫漫这些词，
以中年心境读来别有一番味道。

《门外汉的京都》开篇写的就是稍
显落寞的下雨天。“雨天，属于寂人。
这时候，太多景物都没有人跟你抢
了。”京都的竹篱茅舍、柴扉、小桥流
水，甚至稻田，在作者的眼里都是可喜
的存在。这些景致对于在京都客居过
一年的我，如倒流的记忆一般亲切。
我在鸭川的河床上纳过凉，在桥上看
过暮色和行人，也曾在电车上欣赏过
人家庭前屋后清澈的水渠、花树和阳
光下闪着青光的水稻田。

《流浪集》的文章也颇有会心之
处。“近两年在大陆游山玩水，发现倘不
催促时辰，乐意一个镇接一个镇的停停
玩玩，竟可以像武侠小说中所写的潇洒
自在，譬似这一日到了某镇，随见一家饭
馆，便‘上得楼来，拣了一副清幽的座位，
唤店小二点了酒菜，自斟自酌……’楼栏
之下，一片湖光山色，如此好景，真舍不
得一人独拥……”作者坐过的露天茶座，
有杭州西湖、安徽采石矶的采石公园、江
苏周庄张厅里的茶室，上海的复兴公园
和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中国人
对于茶，一向有着微妙复杂的情感。客
途中停下来喝杯茶，恰如生活短暂的休

止符，亦是偶开天眼察看世间难得的一
瞬。某年我去浙江丽水游玩，走到白银
谷里，偶见一处茶座。这木结构的老房
子原是私宅，如今成了乡公所。五元一
碗的粗茶，茶枝多于茶叶，饮来却十分
解渴。喝茶时有燕子飞入屋内，仰头赫
然发觉房梁上有个燕巢。这茶喝的正
是客中的随意和幽情。那是四月底，我
住的民宿隔壁有农家在制茶。他们把
采来的茶叶小火熏蒸、揉制，然后摊在
大竹匾上晾干，茶香蓬蓬而起。几十元
一斤，这才是开门七件事里的茶。

《杂写》一书真是杂，内容涉及
旅行、书评、影评、人物回忆、养生、
拳法……其中有一篇叫《从番茄炒
蛋说起》，从一盘合格的番茄炒蛋起
笔，写到建筑、武功的美学，最后仍回
到番茄炒蛋。“这就像想吃番茄炒蛋，
是要获得最本质最习常最易辨识的那
股油香、那股酸鲜与一口吞进嘴里随
即而来的最初始温饱满足也。”高手往
往是这样的，出尽险招，最后却稳稳收
住。最后一篇访谈里，舒国治的旅行
哲学（他说不敢称哲学，只是观念）给
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说自己想去
的地方，必有他想获知的东西。例如
韩国庆尚北道安东的河回村，他对那
里五百年前的历史感兴趣；他想从武
夷山一路游到江西的铅山，因为南宋
时期这一路都是书院和因科举而兴起
的印书刻书的市镇……于是我便明
白，他说得漫不经心其实背后是用心。

无法出门旅行的日子，也可以乘着
文字的翅膀在世间嬉游、漫步。读书真
是恒久的好事。 （来源：新民晚报）

上海“80后”舞者战“疫”记

纸上漫游
■戴蓉

“白+黑”的温情坚守：

抗疫与写诗，她都在一线

王佳俊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